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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净化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编制背景

近些年来，水产养殖产业不断向前发展，逐步由传统放养型向着集约型、设

施化、密集型方向转变。养殖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能够提高养殖效率，另一方面，

也加剧了对水体环境的破坏。高密度养殖模式往往需要向水体中投放更高量的饲

料，这就会使水体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腐败，一旦水质控制不合理，将会严重

影响到水产品的正常生长，最终损害到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并且会引起水体富营

养化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根据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至 2020 年，太湖流域地区

百亩连片养殖场全部实施池塘水循环利用工程，控制流域内渔业养殖对太湖水体

的影响。对现有养殖池塘进行合理布局，在同一区域内规划为主养区、混养区、

湿地净化区和水源区等四个功能区，建设养殖池塘—湿地系统，实现养殖小区内

水的循环利用。同时采用多级生物系统修复技术，对养殖池塘环境进行修复。根

据水生态状况，有选择投放草食性动物群，种植浮水、挺水、沉水植物，改善池

塘生态系统。

（二）起草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的净化，促进全省高效渔业发展，2022

年初，根据江苏省农学会“关于征集 2022 年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

立项计划的通知”，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包括会同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9名科技人员，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名科技人员，苏

州科技大学 1名科技人员，组织编制了《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净化技术规范》。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朱文婷 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总体负责

宣雄智 男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处理工艺研发

李烨 男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去除效果监测



2

于淼 男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技术指南编制

黄小洋 男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技术指南编制

杨伟球 男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技术指南编制

张宇 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去除效果监测

张敏 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去除效果监测

李媛 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去除效果监测

孟宪荣 女 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高 中试、示范工程试

验

钱伟 男 苏州科技大学 实验师 中试、示范工程试

验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标准编制必要性

粗放经营性、资源依赖型水产生产方式导致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萎

缩的状况，在我国已十分明显。业内人士越来越强调必须找出路以摆脱上述困难，

在此背景下，高效、节水、不污染环境的封闭循环工厂化水产养殖生产（一般俗

称“设施渔业”）日益引起关注。全国各地对这种高效、节水、不污染环境的封

闭循环工厂化水产养殖技术已开展不少研究，并建立了一些工厂化养殖车间。封

闭循环工厂化养殖的关键技术是水质净化技术。它是融入了生物学、微生物学、

微生物工程学、水处理装备、信息与计算机等学科的高科技内含的综合性技术；

而且它同一般概念上的水处理技术相比从内涵到技术要求上均有其自身的特点。

因此，我们强调在有关净化技术中要对工厂化养殖具有针对性和规范性，在实际

项目应用中要避免盲目性。

（二）标准编制意义

1.在以往的标准中，针对工厂化大规模密集型的水产养殖没有相关尾水处理

的技术规范。 目前针对水产养殖废水的净化研究较多，通过标准化技术规范的

制定，可以避免在研究上的重复劳动，缩短工厂化净化装置设置的周期，促进统

一、协调和高校的技术管理，从而提升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也可使工厂化养殖

的生态净化技术和新科研成果得到推广应用，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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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并发布《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净化技术规范》，有助于本省工厂化水

产养殖污染控制，进而提升区域水质安全保障水平。

3.在今年来稳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率先开展工厂化水

产养殖尾水的处理，未国内其他类似地区水产养殖防控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主要叙述资料收集、分析调研、试验验证、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过程，草拟文本，征求意见等内容（应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

的进展不断补充，直到形成报批稿可发布为止）

2022 年，小组成员查阅了有关水厂养殖尾水原位处理的相关法规、技术资

料和文献，制定标准编制计划。定期对太湖流域、阳澄湖流域、苏州市吴江区、

苏州市阳澄湖镇等多家代表性工厂化水厂养殖尾水长进行了监测与评价工作，研

究分析了不同工厂化养殖和不同水产品养殖的尾水氮、磷和 COD 等主要污染物含

量及其周年动态变化规律。根据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及农业部水产品质量安全法

律法规等，确定出养殖尾水处理的技术参数，开展“工厂化水产养殖原位处理”

实验并进行方法优化。通过归纳、分析，结合江苏省的地方实情，形成了标准的

初稿。

在对标准的技术指标、参数和操作要点等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在格式上严格

按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2《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要求进行修订。

2022 年 5 月完成了标准草稿。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如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

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的对比；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工艺流程、尾水处理设施

工艺参数、运行管理、排放水质要求要求共 6章。

1.关于标准“4.4.1 物理过滤设备”的说明

物理分离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资源化分离方法，沉淀分离技术

在实际工程中仅可以将尾水中密度比水大的颗粒去除，适用于粒径＞75 μ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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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颗粒，可采用微滤机，活性炭、麦饭石、蛭石、陶粒等进行物理过滤。机械过

滤设备使用可加快固液分离速度，与沉淀分离技术相比，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

且根据滤网或者筛隙的大小，可以很好地控制过滤颗粒物的大小，在第一级粗滤

环节具有 99%的极高去除率，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场地大小，成本要求进行设

计考虑，还应根据实际养殖情况配备蛋白分离器，将无法分离的悬浮物及胶质蛋

白等细小杂质分离出去。

2.关于标准“4.4.2 生物净化池”的说明

生物净化池指的是应用生物膜净化技术是基于微生物的多样性功能对水产

养殖尾水进行净化的构筑物。包括：生物滤池技术、硫化床技术、生物转盘技术

等。本文件 4.4.2 对建议选择的生物滤池，并对生物填料的材质、比表面积、体

积、曝气盘片的直径、安保系统等部件进行了参数的设计和选择。

3. 关于标准“5.3 运行维护 ”的说明

本文件对工厂化水厂养殖尾水的运行维护进行了规定，提出了不同设备的运

行维护建议。

文件中 5.3.1 对物理过滤设备的最佳水位进行了规定。

文件中 5.3.2 对臭氧反应器的流速和日常维护提出了要求。

文件中 5.3.3 对脱气塔的日常维护和运行提出了要求。

文件中 5.3.4 对生化过滤池阀门密封和生物片运行提出了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采标情况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小组成员为保障标准的科学性、准确性、实践性和

可操作性，以生态沟渠对农田排水总氮、总磷的去除效果的试验结果以及梅凯等

研究的污水生态处理技术为基础，结合生态沟渠和生态净化塘的相关设计，融会

贯通，力求技术指标更先进、合理，适宜渔业养殖尾水氮、磷营养元素的吸收和

拦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安徽省合肥市地方标准

DB 3401/T 203-2020 《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处理技术规范》；和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T XXXX—2020 《淡水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规范》。

针对养殖尾水排放的技术规范，目前已有针对池塘水的技术规范，已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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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都是关于池塘水产养殖处理的技术规范，但工厂化养殖更为密集，生态负

荷高，因此在处理技术上相对要求更高，且方法和技术参数不同，因此本标准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设计。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要加强其宣传与知识培训，促进其推广，使广大渔业养

殖户充分认识到实施本标准的重要意义，尽快掌握、运用本标准，积极引导农民

按标准要求进行规范化养殖与管理，尽可能减少渔业养殖尾水中氮、磷的流失，

减少面源污染。同时，加大实施本标准的执法力度，依据本标准，政府有关职能

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对生态沟渠和生态净化塘的建设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减小渔业

养殖尾水氮、磷进入水体的风险。

八、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贯彻实施，可改善工厂化渔业养殖区池埂、沟渠、河道的植被种群

结构，优化养殖区的生态系统及景观组成，改善渔业养殖区的水环境，提高水产

品的品质，增加渔业养殖的经济效益，同时可有效拦截渔业养殖尾水中氮、磷营

养元素流入太湖，控制水体富营养化，促进流域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八、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